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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备注像遗言，店主救下一条命——据媒体报道，

近日，安徽阜阳一位羊肉汤店老板正在外卖平台接单时，被

一位顾客的订单留言吓了一跳：“最后一顿饭，吃完就上路

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点餐人想要轻生的念头。于是，老

板迅速报警，并联系和劝慰顾客：“人间还是有爱的，任何事

情都不是咱放弃生命的理由。”不久，民警、消防员和外卖员

一起赶到点餐人住处，经过劝解，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

这样合力挽救生命的故事令人心头暖暖的。来自陌

生人的善意让我们感受到大家对生命的敬畏态度、对生活

的炽热情感。事实上，这类暖闻还有不少。比如，某出租

车司机途径一座大桥时发现有人在桥边栏杆处徘徊，迅速

报警求助，及时将人从生死边缘拉回。此外还有“蓝朋友”

承诺给因感情问题想轻生的女生买奶茶、外卖小哥“跳桥

救人”……这些陌生人用自己“不经思索”的质朴和善良，

一点点撼动他人对生命和生活的信心。用网友的话说：

“他们为你拼命的样子，让人感动又心疼。”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

时的困难，遭遇一些难以跨越的坎。但正如羊肉汤店老板所

说：“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压力算不上什么，明天就好了。”

当我们挺过某个困难节点，回首往事或许会发现，那不过是

一种经历，是人生的小插曲，从来没有翻不过的大山。“凡是

过往，皆为序章”，奋斗者的明天，一定会更美更好。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当我们看到他人身处困顿、绝境

时，“拉一把”的举手之劳，对他人而言可能就是获得新生的

一道光。又或者，在平凡生活中，以平实的赤诚之心待人

接物，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传递善良的温度。近日，浙江衢

州那位在乡村小学门口摆了27年摊的“早餐奶奶”走了，5

角钱一份从未涨价，很多“吃着她做的早餐长大的”当地人

纷纷缅怀。有人评价：努力做一个善良温暖的人，尽己所

能去照亮更多人，用自己的光和热为世界增添一份善良和

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人间从来都是值得的，不要被暂时的困境蒙了双眼。

让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把眼中的光、脚下的路、心里的远方

交织起来，一定可以温暖四季，让星河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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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潇）今年以来，农业农村

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大脱贫人口就业工作力

度，强化督促指导，推动稳存量、扩增量、提质

量、保重点，全国脱贫人口就业形势保持稳

定，截至 10 月底，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

3298.25万人，超目标任务 279.08万人。

今年，农业农村部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两次召开全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会

议，并会同人社部印发通知，分省份下达

2023 年稳岗就业任务。全力稳定脱贫人口

务工规模，坚决守住不发生因失业导致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

为促进稳岗就业，各地充分发挥东西部

劳务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机制作用，加

大有组织劳务输出，确保脱贫人口务工就业

规模稳中有升，截至 10月底，东部 8省吸纳中

西部脱贫人口务工 928.9 万人，超目标任务

51.2 万人。探索推广“企业+就业帮扶车间”

等新模式，指导各地按照“升级一批、扶持一

批、新建一批、调整一批”的原则，对就业帮扶

车间实行差异化帮扶，推动提升就业帮扶车

间吸纳脱贫人口就业能力，截至 10月底，中西

部 22省（区、市）共有就业帮扶车间 38074个，

同比增加 2078个、增长 5.77%；吸纳脱贫人口

务工就业 50.39 万人，同比增加 1.82 万人、增

长 3.74%。加强公益性岗位规范管理和资金

保障，切实发挥安置弱劳动力半劳动力就业

的“兜底”作用，截至 10月底，中西部 22省（区、

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脱贫人口 440.94 万

人，同比增加 10.06万人、增长 2.34%。

此外，深入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就业协作帮扶

专项行动，帮助重点县和搬迁脱贫群众就业

增收。截至 10 月底，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脱贫人口务工 651.00 万人，超目标

任务 59.54 万人。易地搬迁脱贫人口就业务

工总规模 420.67 万人，同比增加 13.75 万人、

增长 3.38%，超目标任务 42.92 万人。有易地

搬迁脱贫人口就业帮扶任务的 22 个省份全

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23年全国脱贫人口就业规模稳中有增
截至 10月底，务工规模逾 3298万人，超目标任务 279万人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本报通讯员 谢艳

从空中俯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曼勒村错落有致的村内道路上，填满

了斑斓的色块，蓝色的屋瓦间，穿插着明艳的

色彩，仿佛一个童话中的小村庄。

最近，曼勒村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火了一

把，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正走向“台前”，被

大家称为曼勒“美术村”。这个占地面积 5.3

公顷的小村庄，因为一位青年，变成了许多年

轻人向往的“网红打卡地”。

走进曼勒“美术村”，移步成景，每一处旧

墙、转角、屋顶，都被赋予了鲜活的色彩，墙上

都是不同主题的墙画，连接成一道道风景，这

一切都出自 90后小伙岩温叫之手。

村里的“涂鸦”生活

“通知通知，大家出来画画！开始画画了！”

随着广播里村小组长的一声令下，在家

的村民倾巢出动，放起快乐的音乐，挥动滚

刷，每个人都在尽情的享受绘画的快乐。

村民岩应叫刚忙完地里的活计，知道今

天村里又要“涂颜料”，高高兴兴地拿着刷子

就来了。“平时干活回来只要需要，我们都会

来。特别是村子现在在打造‘乡村旅游示范

村’，每个人都能尽自己的一份力，把我们村

子建设得更加美丽，大家都很开心。”岩应叫

和村里的几个女同胞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给

路面填色，脸上满是笑容。

曼勒村全村有农户 125 户，种植业是村

里的主要经济产业，在过去，这个不起眼的傣

族村寨，环境不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

因。而如今，傣族村寨摇身一变成为“美术

村”，岩温叫可谓是功不可没。

2015 年，正在湖北美术学院就读大二的

岩温叫，假期回家时看到村里很多人家加盖

了彩钢瓦墙面和屋顶，看上去并不太美观。

“当时我想，能不能把我们村子变得更漂

亮、更有色彩一些。”岩温叫说，“在学校里经常

看到很多墙上有画，学生也会去画，回到村子

里我就在想，是否也可以在墙上画一些画。”

于是岩温叫拿起手中的画笔和颜料，开

始了他在村里的“涂鸦”生活。每年假期回

家，他都会在村里画画，一直持续到现在。

画出来的“网红村”

“最开始我是在自己家的墙上画画，村里

的叔叔阿姨看到了，觉得挺好看，也有很多人

邀请我专门去他们家墙上去画。”自小生长在

村里的岩温叫开始这项“大工程”时，就得到

了村民们的支持。

干净整洁的道路，绚丽多彩的墙画，一栋

栋傣族建筑错落有致，在曼勒村里，一幅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在岩温

叫的带动下、全村村民的通力合作下，一幅幅

特色十足的画在曼勒村悄然绘制，一个个美

好的愿景如雨后春笋般萌发。

经过 8 年的创作，岩温叫前前后后画了

近 5000平方米的墙画，村寨已然变成了村民

心中的“艺术村”“美丽村”“幸福村”。

今年 3 月，村内院墙这块“画布”已经不

能满足岩温叫了，他又有了新的想法。“傣族

姑娘的筒裙上有很多的色彩和花纹，水纹、水

草、花鸟动物，非常丰富，我想把这些传统文

化元素‘画’进我们村子。”岩温叫说。

于是，村里的路面变成了岩温叫的“画

布”。这一次，更多的村民加入了他的创作团

队。“我在要涂色的道路上先画好分区，然后

大家一起把颜色涂满，就有了现在的样子。”

岩温叫说。

如今走进曼勒村，蜿蜒入户的道路干净

整洁，排列整齐的房屋前后种满花草盆栽，处

处有墙画，曼勒村一改往日环境卫生脏乱差

的形象，成为了大家口中的“美术村”。

曼勒村 12 号的院墙，被岩温叫刷上白

漆，画上了一辆大巴，车里坐着的傣族同胞既

“潮”又“酷”，脸上满是笑容。这是一辆开往

幸福未来的大巴。

曼勒村 41号的旧院墙本打算拆除，岩温

叫在这里画上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可爱小狗，

仿佛正在向路过的人们讨一个抚摸，成了村

里的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

“他们喜欢，我就有了更大的动力。”在村

民家作画时，大家对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年

轻人，又多了几分天然的亲近，在帮忙涂涂

色、递递颜料时，总能和他聊上些自己的心事

和对未来的期许。

与大家的交流赋予了岩温叫更多的创作

灵感。“他们给我讲的故事、和我分享的生活

经历，很生动也很真实，这是一种心灵上的交

流。”岩温叫说，“艺术有不动声色的力量，美

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我想通过绘画，让村民

们去了解美、欣赏美、创造美，然后享受美给

大家带来的快乐。”

岩温叫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不仅将

傣族叙事长诗《召树屯》等民间故事画进画

作，还将传统的傣银制作工艺也用画笔表现

出来，使得传统文化和现代绘画技法完美结

合。“傣族有很多习俗和文化，村民们不擅长

于用画面来表现，但我可以从中寻找到更多

更细的一些灵感，尝试用这些民间故事、村里

的故事，把它变为一个画面来表现在每一面

墙上。”岩温叫说。

实际上，在村民们眼中，简单的“涂颜

料”，既是把曼勒村小组建设成为美丽宜居

乡村的关键一步，也是村领导班子和岩温叫

把想法付诸实践的长期尝试。“曼勒村小组

通过乡村能人带头，以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为

抓手，扎实推进村寨人居环境建设工作。现

在，全村居住环境日益改善，村庄面貌已经

焕然一新。”勐龙镇曼别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岩应虎说。

“今后我们的计划是在发展好一、二产业

的同时，不断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

现在‘美术村’的优势，在曼勒村小组建设民

宿、农家乐，为来村里游玩打卡的人提供更多

的服务，也能增加村民的收入来源，让大家的

生活越来越好。”岩应虎说。

2022 年，曼勒村获评云南“省级美丽乡

村”和“市级旅游示范村”，游客纷至沓来，成

为拥有千万流量的“网红村”，村里 125户 613

人，人均年收入突破 18600 元。小小的傣族

村落通过一支支画笔，让艺术为乡村振兴赋

能，曼勒村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有一个画出来的傣族村落——曼勒村，在返乡青

年岩温叫的带动下，村民沉浸式体验“涂鸦”生活，让村落成为“网红打卡地”，带动第三产

业发展的同时也让村民致富增收。

本报讯（记者张玺 通讯员程志会）近日，

天津市人社局、天津市财政局印发《天津市市

场紧缺职业需求程度及培训补贴标准目录

（2024 年版）》（以下简称《目录》），其中非常

紧缺职业涉及 9个行业 38个职业（工种）。

据了解，《目录》分为非常紧缺职业、紧

缺职业、一般紧缺职业 3个子目录。其中，非

常紧缺职业涉及 9 个行业的 38 个职业（工

种），既有制造业的装配钳工、铣工（数控铣

工），农林牧渔业的农业经理人等传统紧缺

职业；也有新兴服务业工种，如网约配送员、

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产业升级迭代急需的工

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还有新职业，如碳排放

管理员等。

紧缺职业涉及 14 个行业 53 个职业（工

种），既有跟随时代走入百姓生活的职业，如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的城市管

理网格员，批发和零售业的电子商务师、互联

网营销师；也有有害生物防制员、区块链应用

操作员等专业化职业。一般紧缺职业包括

46个职业（工种）。

此外，《目录》还根据不同职业（工种）技

能评价的复杂程度，将职业（工种）技能评价

按依次递减顺序分为 A、B、C 三类，确定了各

评价类别和等级的评价补贴标准。

《目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

班期仍按照《天津市 2021—2022 年度市场紧

缺职业需求程度及培训补贴标准目录》执行。

天津：9个行业38个
职业（工种）非常紧缺

贵州毕节“121”模式保障就业增收
本报讯（记者李丰 通讯员戴元明）“我在公司做自动焊

接，每月工资有六七千元，比原来收入多多了，争取再多学点

技术。”入职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廖涛对未来一片憧憬。

廖涛是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人，参加 2023 年“毕节建筑

工”劳务品牌培训（焊工）班培训后，通过了五级焊工职业技能

证书和熔化与热切割特种作业证书考试。之后，他与另外 10
余名同学前往广州上岗就业。

近年来，毕节市立足人口资源优势，以促进农民工就业增

收为突破点，采取“技能培训提质”+“稳内稳外双向驱动”+
“合法权益保障”模式（即“121”模式），全面提升农民工就业质

量。2023 年以来，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6.82 万人，转移农

村劳动力就业 11.87万人，全市就业形势稳中有进。

围绕“产业、行业、企业、职业”，毕节分类实施技能人才培育

行动，打造“毕节建工”“毕节织工”“毕节乡厨”“毕节康护”“毕节

农技”五大“毕节工匠”品牌。全力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开展

“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广东技工”“乡村工匠”等培训，开设“广

港班”等订单班培训，促进职业院校学生输出广东省优质就业。

此外，作为全国首批新业态新模式从业人员技能培训重

点联系城市，毕节市围绕数字经济、康养服务、共享生活等新

业态、新模式，大力开展互联网、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健康照

护、直播销售等新工种培训。

农民工子女学剪纸

本报讯（记者邓崎凡）共青团中央维护

青少年权益部日前发布的《第 5 次全国未成

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

普及，推动农村未成年网民的互联网普及率

显著提高。城乡网络接入鸿沟基本消弭，但

网络应用水平存在差距。2022 年我国城镇

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 97.5%，农村未

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也达到 96.5%。

《报告》显示，2018年以来，我国未成年网

民规模连续 5年保持增长态势，2022年未成年

网民规模达到 1.93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

率为 97.2%，均较 2021年进一步提升。根据教

育部发布的最新数据，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

互联网接入率达到 100%；99.9%的学校出口带

宽达到 100M以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学校实现

无线网络覆盖，99.5%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

这为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前，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

通宽带”，超过97%的县城城区和40%的乡镇镇

区实现 5G网络覆盖。在这一背景下，城乡未

成年人互联网接入水平差距持续减小，从

2018年的5.4个百分点下降至2022年的1个百

分点。《报告》显示，小学阶段，城镇未成年人互

联网普及率为 95.2%，比农村的 94.8%高 0.4个

百分点；城镇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的互联网普及

率为99.8%，比农村的96.4%高3.4个百分点。

《报告》同时表示，尽管城乡未成年人的

互联网普及率已基本持平，但与城镇未成年

人相比，农村未成年人在上网设备丰富性、

应用多样性方面依然存在明显差距。数据显

示，农村未成年网民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

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设备的比例，以及

经常搜索信息、网上购物的比例均低于城镇

未成年网民 8 个百分点以上。

《第 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

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接入鸿沟基本消弭

冬日，天气寒冷，江西省新余市渝水三中工会留守儿童剪纸公益课按期举行，孩子们在
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传统文化剪纸技艺。

据悉，渝水三中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主要是外出务工或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留
守儿童占比较大。为了保障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该工会开办了留守儿童公益假期托管
班，开设音乐、书法、剪纸、舞蹈、经典阅读等课程，利用寒暑假和周末时间授课，赢得儿童及
家长们的喜爱和欢迎。 本报记者 王晓颖 本报通讯员 刘志勇 摄

数字化设备助力不间断生产
近日，在新疆中瀚顶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遥控上料机调整钢卷原来料位置。
该公司采用数字化设备进行定制化光伏支架生产。通过

自动上料机、开卷机和自动焊接机，多卷原来料齐头焊接后进
入活套储料单元。活套储料最多可储存5吨原料，为不间断生
产做好后勤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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